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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大学的“遗传”基因在“环境”中的变异与调适
——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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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阿什比在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一书中提出大学是“遗传”和“环境”结合的产物,并结合德、英、美三

国高等教育发展史, 详尽阐述了“遗传”与“环境”的内涵,并分析了“环境”对内在逻辑在当代大学发展中的影响。

在此基础上,阿什比强调改造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, 以促成影响大学发展的三种力量保持平衡是未来大学发展

的趋势。本文试图将阿什比在著述中所表达的有规律性的思想豁显出来,以期为读者进一步认识其高等教育思

想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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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曾经担任英国贝尔发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副校长多年

的阿什比从英美等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, 以其

广博的历史学、社会学和教育学知识为底蕴,深入探究了世

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, 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关于高等

教育的宏论, 并结集付梓成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一

书。此书所收文章虽是针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高等教育发

展现实的,但其中不少精辟见解对我们思考当代大学的发

展仍有借鉴意义。本文拟就该书的核心内容——大学发展

过程中如何处理好“遗传”与“环境”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,

试图将阿什比在著述中所表达的有规律性的思想豁显出

来, 以期为学者进一步认识其高等教育思想有所裨益。

一、“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”

作为生物学家的阿什比在全面审视西方大学发展史和

现实的基础上, 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“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

的机构, 它保存、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。它像动物和植

物一样地向前进化。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

境”。如何认识“遗传”和“环境”的内涵是深入理解这一论

断的关键所在。

阿什比对大学的“遗传”有较为明确的论述, 他说: “就

遗传的角度而看,它表现为大学教师对‘大学意义’共同的

一致的理解。例如,大学应识的固有价值等等。⋯⋯如果这

种共同的认识强而有力, 就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内在逻辑,

而这代表人类的精华、客观无私、发展理性、尊重这种内在

逻辑就由新的大学继承下去”。他还进一步认为: “高等教

育系统中有一些高教工作者所遵循的信条 ,而这些信条并

非永远符合社会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要求。这些传统力量就

构成了我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的‘内在逻辑’”,如果我们将

这两段论述结合起来分析, 便可以认为阿什比所谓的“遗

传”是指大学自身发展逻辑,即早期经典大学和范式对后续

大学所产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的思想,而且大学“遗传”是

一个相对的概念, 其内涵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变化的。阿什

比在阐述大学理想时将19世纪的大学“遗传”定位为德国

洪堡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大学传统,他说:“有机界中与大

学中一些新形态的出现, 都要经过更新和杂交的过程。

19 世纪大学曾有过这样的过程。那主要应归功于洪堡

德”。洪堡提出的经典大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大

学作为保存、传递、发展和创造高深学问机构的本质与规律

的认识。因此, 阿什比认为 19 世纪的德国大学的“遗

传”——内在逻辑,主要是指以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所

倡导的反映大学本质和规律的大学经典理念。而当代大学

的内在逻辑既包含着经典理念的合理内核, 又包括当代大

学的新理念,这些新理念在为大多数教师和学生认同以后

亦将成为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“遗传”基因中新成分。

对于影响大学发展的“环境”, 阿什比结合英美大学发

展的现实提出: “就环境的角度看, 那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

是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。环境影响表现为两种主要力量, 一

种是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, 另一种是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

量。社会对大学资助的多寡, 要靠社会对大学是否满意而

定,而大学能否满足社会这两种要求至关重要”。这里他清

楚地说明了“环境”在当代的具体内容。如果我们再结合他

在论述“大学理想”时是将大学文化传统作为重要环境因素

的话, 大体上可认为, 所谓“环境”, 是指大学在发展过程中

所面对的现时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影响和制约因素。

在阿什比看来大学的发展是在宗教和世俗知识团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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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, 学者为追求“闲逸的好奇”而建立起来的。大学有其

自身的发展逻辑, 即它是保存、传递、发展和创造知识的机

构。阿什比强调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内在逻辑的重要性, 认

为它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, 他说: “内在逻辑

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, 它要

保持这种体系的特征; 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”。

尽管大学是带着自身的遗传基因不断进化的, 但它同

时又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断调适自身发展逻辑,

以适应“环境”的发展。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的突

起、工商业发展对法律、医药、神学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

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相关联, 中世纪大学也因此取得了其存

在的合法地位, 正如布鲁贝克所说: “中世纪的大学把它的

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”。文艺复兴

以后, 大学适应人文主义的需要, 充分重视自由教育, 自由

教育观念使纽曼时代的英国式学院得以存在。启蒙运动以

后, 随着工业革命对科学人才的需求, 洪堡的注重科学研究

与教学相统一的教育理念在大学中生根发芽。19 世纪中期

以后为适应美国经济腾飞而对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,在“赠

地法案”的直接影响下,“赠地学院”将直接为社会服务发展

成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, “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‘服务

站’。不仅如此, 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, 大学也名列前

茅”。而当代大学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

缺少的事物”,各国大学都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

能, 以适应“请求入学者的压力”、“向学校抽调毕业生的‘吸

力’,或称人才的需求”。

因此, 大学发展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逻辑,又要随着社

会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, 以满足社会对大学的需求。对此

阿什比有精辟的见解: “在此我提出一个既符合事实也符合

理论的概念, 那就是,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是深受传统势力

影响的。⋯⋯另外, 大学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要随时适应(有

时是很痛苦地)所处的社会环境”, 他因此得出结论: 大学

“是遗传与环境的结果,是自然和培养的产物”。

二、当代大学发展过程中“环境”与“遗传”的失衡

“环境”和“遗传”在不同的时期、大学发展的不同阶段

或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作用和影响并不是均衡的,

这往往与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息息相关。阿什比结

合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, 深刻地阐述了洪堡等人标示的德

国大学传统在英美两国具体环境中的变异。留德学生促使

的英美大学的改革, 并不是全盘照搬德国大学传统, 而是在

各国具体环境中进行的, 对能代表 19 世纪大学“遗传”基因

的德国传统进行了取舍和改造, 形成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

大学“遗传”基因。

阿什比形象地描述了德国大学传统在英国的变化, 他

说: “当一种基因进入新的环境时, 形态就会发生变化。德国

人关于大学的理想越过海峡就发生了这种变化”。英国的

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英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思想

倾向的影响, 因此当 19 世纪德国传统的诸如通过研究进行

教学、重视科学研究等方面传入英国后, 没有从根本上影响

“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”的大学目标。但德国

的大学理想并未完全被英国教育传统所掩盖,英国大学接

受了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理念, “它不仅被接受而且扩大到

教室以外,甚至使大学教授有权越出他的专业范围,毫无顾

忌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”, 这与英国大学从来就不是政

府的组织机构的传统有关。

德国人的大学传统同时也被美国留学生所移植。然而

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是美国大学文化传统是功利主义思想。

美国人以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改造德国大学的传统, 正

如阿什比所说: “德国人的大学理想越过大西洋, 进入另一

个不同的环境, 并产生另一些变化”。譬如, 美国大学在接

受“德国人热爱科学课程和学者致力科学与学术的精神”的

同时, 借用“学术”这一概念并将其扩展到学科设置上, “结

果是导致新增添的学科之多, 令人眼花缭乱”。在英国大学

中没有得以实施的学生自由, 被美国大学广泛接受了, 他

说:“德国大学中提倡的学习自由的特色,虽未被英国接受,

却在美国生了根”。德国的大学理想在美国的具体环境中

也发生了变异, 并形成了适合于美国大学发展逻辑。对德国

大学传统在英美大学的变异,他总结说: “在英美大学的血

液中,都有德国大学的宝贵传统,只是各国为适应本国的学

术传统和社会风尚而有所取舍罢了”。

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, 19 世纪英美大学在

接受德国的大学传统时, 影响“遗传”的主要因素是各国大

学自身的文化传统, 如英国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、美国大学

的功利主义传统的影响, 这也就是说, 19 世纪大学的所谓

环境主要是指各国大学的文化传统,应该说这是与“校外的

力量对大学的发展变化有微不足道的影响”息息相关的。

而当代大学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

缺少的事物”, 各国大学都面临着大体相同的与社会的矛

盾,大学的内在逻辑正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,大学也受

到越来越多的限制, 使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

锐。他说:“这种传统中的许多因素,现在遇到了社会环境的

挑战。⋯⋯大学的内在逻辑正受到政府、社会和学生自身等

各方面的压力。”在这些矛盾之中,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

的因素,即“请求入学者的压力”、“向学校抽调毕业生的‘吸

力’, 或称人才的需求”和“大学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”。

阿什比认为在当代大学发展过程中, 这三者之间正失

去平衡。他说:“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, 即在世界各

国的高等院校中, 上述各种力量的平衡, 都因社会变迁而遭

到破坏。”在英国,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主张高等教育规模的

大小取决于要求入学而经审查合格考生的多寡, 这也就是

说,“请求入学者的压力”占了上风, 因此阿什比称这个报告

是“减轻了内在逻辑所起的作用,而增强了投资者(国家)的

影响”。面对“请求入学者的压力”和“人才的需求”,美国的

大学敞开了大门, 实行“自由扩充”, 应该说这是对环境的适

应, 而对于内在逻辑却重视不够, 因为美国高校“收容了大

量没有求学动机的学生, 即实际上无心于学业的顾客(估计

占大学生总数的 30% )”。在德国, 自洪堡时代开始的教授

治校的传统也被大学管理法案所打破,“这个法案规定大学

所有的主要委员会都应包括教授、职员和学生各三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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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”。综观各国大学的改革,基本上将重心放在适应社会需

求——“环境”上, 而对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——“遗传”

则存在忽视的倾向,甚至不惜牺牲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的

需要。阿什比一针见血地指出: “当前的变动是复杂的, 多种

多样的, 有许多是以牺牲大学文化传统为代价,来增加社会

环境的影响。”

三、“遗传”在“环境”中变异是未来大学发展的必然

选择

在对待“环境”与“遗传”的失衡问题上 ,阿什比是力图

使两者保持相对的平衡。他说 :“所有大学中的内在逻辑的

力量、学生要求入学的力量与雇主需要毕业生的力量, 这三

者之间都要保持着动态的平衡。”面对这样一个令人迷惘

的难题,阿什比跳出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窠臼:一方面, 阿

什比十分强调大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在大学体系中的重要

性。他说: “社会环境的力量是变化无常的。所以大学各部门

应该怎么办, 要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决定,这一点是主要

的。就是说, 要取决于大学的内在逻辑, 同时要抵制社会潮

流的干扰。”另一方面, 为使三种力量达到新的平衡, 阿什

比认为应该在确保内在逻辑在大学发展中地位的基础上,

改造内在逻辑, 使之能够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的需要,

而不是将改革的重点放置于对环境的改造上。他说:“在将

来, 有一点是肯定的, 就是我所称为内在逻辑的力量, 也就

是大学的传统力量, 必将有所改变, 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

他两种社会环境力量。”“大学一方面有由于要求入学的而

造成的压力; 另一方面,又有使用毕业生的社会吸力。如今,

双方正处于失去平衡状态, 只有彻底改造大学的内在逻辑,

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”正是有见于此,他批评了只是企图

只从外部来使三者达到平衡的观点。他说: “令人失望的是,

政府、出版界和高等院校只是十分重视体系扩充和增筹经

费之类的问题, 却未重视如何改革这个更为切要的问题。”

在对待如何改革内在逻辑的问题上,他是从如何使内在逻

辑适应社会环境的两种力量的角度入手。

从大学作为保存、传递、发展和创造高深学问的机构出

发, 只有对从事学术研究有兴趣和有能力从事脑力劳动的

人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, 应该实施精英型的高等教育。但

是随着社会对接受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增加, 越来越多的

“学生要求入大专院校和要求学习他们入学时想学的课

程”。而且从政治角度出发,“如果政府负担大学的经费, 那

么选民的子女就应当享有合理的进入大学的机会”, 让越来

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现实,也就是说,高等教育从精

英型向大众型、普及型过渡已经成为必然。因此,阿什比认

为应该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适时地调适内在逻辑的内涵, 使

大学科类结构、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的观念

得到更新, 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对大学发展的新要求。

他以英国为例具体阐述这一观点, 针对大众化高等教

育在英国的发展, 阿什比一方面认为“对志在做专家的学

生, 大学必须继续安排以学术培训为主的教育,并坚决反对

放松这种教育的做法”, 为一部分学生提供旨在使其成为

研究型人才的精英教育是符合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。另一

方面, 阿什比认为:“群众性的高等教育绝不须培养科学研

究大军”, 培养传递、发展高深学问的学术人才的目标就受

到严峻的挑战。针对大众化阶段以后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并

不是以从事学术工作为主的现实, 阿什比认为应该更新观

念, 即不应该片面地认为“越多就意味着越坏”,他说: “‘越

多’并不意味着‘越坏’,而应是‘多而不同’”, 所谓的“多而

不同”主要是指培养人才规格和质量的多样化。他说:“我认

为,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应当竭尽全力来加速这个过程。

取消天才教育的办法, 不是降低标准, 而是建立多种不同的

标准(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要建立多种不同的标准,不只是

限于大学)。”也就是说,改变过去的片面强调通过精英教

育培养学术人才的做法, 将大学培养目标从以培养学术人

才为主调适为培养“从核防御措施到污水处理基地等一系

列建设事业, 都能综合地考虑政治和科学问题”的人才, 只

有这样才能解决“大多数的学生在大学所受的是以培养学

术人才为主的教育, 而许多人毕业以后却担任以完成社会

任务为主的工作”的矛盾, 这实际上是对以强调精英型高

等教育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内在逻辑的修正。阿什比认为通

过调适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, 使得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可

以和谐共存。他说:“我不赞成把这些有天才的人集中到特

别的教育机构来培养。天才和中才要能享受同一暖气装置

的校舍, 同在一个自助餐厅用饭,并且应该如此, 因为天才

必须学会在普通人群中去工作。有天赋的人在社会上不应

被看成是高人一等。”

因此, 阿什比认为只有通过诸如上述的在具体环境中

调适大学内在逻辑的方法, 才能使大学发展的三种力量保

持平衡。他说:“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, 一旦这种改革成

功,一切其他的改革都可迎刃而解。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

大学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。”而且,在他认为这种变

革应是“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。大规模的突变往

往会导致毁灭。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”。阿

什比是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,在重视内在逻辑的

基础上,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应不断调适内在逻辑,使大学

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阿什比在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中提出的诸多精

辟见解,对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。当

然, 阿什比所处时代的大学发展“环境”与我国目前大学的

社会环境几乎截然不同, 我们在运用阿什比的理论来分析

我国目前大学发展中的问题时理应予以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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